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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粵劇知歷史紓壓力
去年香港正遇多事之秋，粵劇名伶龍劍笙主演的《帝

女花》，主辦機構曾考慮取消演出。有幸香港人見慣風

浪，也識得變通，主辦機構將夜場改在下午進行，避開

晚上的風險。早前，我看了兩次《帝女花》，感觸良

多。該劇在老一輩港人心中耳熟能詳，曲詞唱做，膾炙人

口。所以捧場的觀眾大都是“銀髮一族”，年輕人入場欣

賞雖不至於鳳毛麟角，但也不成比例。粵劇的傳承，早已

響起警號，業界和政府都有做一些工作，但成效似乎不

彰。

根植愛國心
2019年適逢粵劇泰斗任劍輝逝世三十周年，她的嫡傳

弟子龍劍笙，特地從加拿大回港演出《帝女花》。上世紀五

六十年代的香港，娛樂的選擇不多，很多本地人都熱愛粵

劇，但它隨着時代轉變而式微，要傳承文化是需要官民合

作。由於未能及時制訂積極的補救行動，使本地粵劇的衰

落幾乎走上“不歸路”，損失了超過一代的演員和觀眾，

所有粵劇的持份者，當然包括政府，都應借鑒其他地方保

存傳統文化的成功例子，例如：日本的相撲、能劇，英國

的莎劇，意大利的歌劇。

粵劇是中國文化的瑰寶之一，但香港中、小學在推廣

各種國粹之中，看來是不得其法，這包括在課程和考試

制度方面，使部分青年錯誤認為粵劇落伍和不合時宜。

推動下一代正確認識歷史，培養他們熱愛傳統藝術文

化，根植愛國心，牢固身份認同和歸屬感的“集體潛意

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乃當務之急，也可能

是消解現時社會紛爭的其中一服靈丹妙藥。

可紓緩情緒
人能從小建立對文化藝術的興趣，對紓緩壓力是非常

之好。我們可與親人以及志同道合的朋友去看表演，透過

一個好的劇目如今次的《帝女花》，其中〈香劫〉和〈香

夭〉，於現場所見，不少觀眾都為演員的演出而飲泣、流

淚。劇情勾起觀眾內心的痛苦情緒，而眼淚就能沖洗他們

內心的鬱結，並對精神健康有另一得益。他們可以就劇

情、演員演出建立話題，從交流中建立社交平台。人要精

神健康及有正面取向，社交活動從不可缺。而粵劇藝術源

遠流長，談論話題無遠弗屆，對精神健康大有好處。

港人本身生活壓力大，去年社會動盪更不言而喻。

市民選看感人情節的劇目，就不用壓抑情緒，反之可以

將情緒抒發出來。龍劍笙、鄭雅琪選演《帝女花》，雖

是已故著名粵劇劇作家唐滌生的歷史劇目，但她們精彩

以及淋漓盡致的演出，能帶領觀眾投入情感發展，令市

民近半年的壓力，透過觀看文藝節目，把情緒宣泄出

來。時下市民內心如藏着一個即將爆炸的“炸彈”，需

慢慢拆放出來，此時就要找出宣泄方式，此對精神健

康同樣大有幫助。

《帝女花》和很多文學作品一樣，以歷史大轉變作為

背景，實質上是讚揚生死不渝的夫婦結髮之情，蕩氣回

腸。雖然男主角周世顯是向壁虛造，長平公主在歷史上也

未必真有其人，但觀眾可以透過劇情和演員的唱做，感染

忠貞的情操，增強對中國文化的正面認同。學生看劇，有

興趣研究劇中的歷史背景，尋求真相，這不單能促進中國

歷史教學，古今映襯，相得益彰，還可以促進青少年對

“國民身份”的認同。

從小受薰陶
我們在孩提時，不時念念有詞，唱着：“落街無錢買

麵包，借錢又怕老婆鬧。”大家都知道這是出自《帝女

花》中一個最著名的片段（折子）──〈香夭〉開端的歌

詞。這種潛移默化的功能，是有目共睹的。可想而知，推

行“國民教育”必須生活化和愈早愈好。正如清末民初的

著名翻譯學者嚴復說：“小孩子誦讀四書、五經，未必需

要明白，就像祖父的容貌（相片）就有必要見過。”總括

來說，我們務必向兒童灌輸“慎終追遠”的觀念，進而說

明“無國何來有家”的意義。

本人雖然接受西方式教育，但幼承庭訓，對中國文化

也略有認識。家母是一個粵劇戲迷。不知是否遺傳的原

因，小女雖然在澳洲留學多年，但其酷愛粵劇之情比我更

甚。所以，我們父女倆經常結伴欣賞粵劇。可是現在看粵

劇的觀眾，大部分都是上了年紀的人，大家雖然熱情未

減，但總有一種“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惆悵。筆

者領悟“萬般帶不走”的道理，希望粵劇能薪火相傳，發

揚光大，能吸引多些年輕觀眾；還期待有更多像鄭雅琪一

樣的新秀嶄露頭角，更祝願唐滌生先生的文采，能流芳百

世，並後繼有人。

感染及傳染病專科
醫生黃天祐

二○○三年，香港歌星梅

艷芳死於子宮頸癌，震撼全

城。但有誰留意到，美國劇集

《靚太唔易做》（Desperate

Housewife）女星Marcia Cross

兩年前公開宣布她患有肛門癌，以及十多年前美國紅

星花拉科茜死於肛門癌呢？其實，子宮頸癌與肛門癌

都是由人類乳頭瘤病毒（Human papilloma virus,

HPV）引起的癌症。因為子宮頸癌篩查的廣泛應

用，這種癌症的病發率得以大大降低。然而資料顯

示，很少人留意的肛門癌病發率卻在悄然上升，而

女性的病發率遠比男性為高。

誠然，HPV疫苗的出現，是預防HPV最佳的第一

道防線，它的效用和安全性經多年的使用，已獲肯

定。香港於2019/2020學年開始為適齡女童免費注射，

家長務必把握這黃金機會，為女兒投下保護女性生殖

器及肛門癌的終生保險。

HPV是最普遍的性病，分低風險引致病毒疣和高風

險引致癌病兩大類型。在剛開始性行為的人群中，於

頭六個月已有超過一半人染上，所以如果選擇接種疫

苗，最好時機還是“處子之身”之時。另外，不要以

為只是“插入式性行為”才會染上HPV，皮膚與皮膚

之間的接觸也可感染到HPV。

那麼，現在已有性行為的人士（大多已接觸過一

種或以上的HPV類型），怎樣才知道會否有機會患上

肛門癌？在女性來說，高風險患上肛門癌的人群包

括：（1）曾經患上子宮頸、陰道及外陰癌症或前期

病變的女士，她們患上肛門癌的風險是普通女性的二

十倍或以上；（2）愛滋病患者，尤其當病情控制得

不好的病人；（3）因器官移植或其他疾病需要長期

服用壓抑免疫力藥物之人士；（4）吸煙者。如果擁

有一個或以上高危因素的人士，他們患上肛門癌的風

險倍增。大多數肛門受到HPV感染的女性，並不是經

過肛交引起的。澳洲有一個研究發現，女性如果在小

解後清潔外陰時使用廁紙是從前面抹到後面，這個方

法會增加女性將外陰的HPV帶到後面感染肛門，所以

此研究的作者建議女士只是用廁紙輕按就行了。

於歐美一些先進國家，早在十多年前已經開始為

高危人群進行肛門癌的篩查。其原理跟幾十年前開始

子宮頸癌篩查一樣，目的是找出早期的病變。整個檢

查會先用手指探肛，然後取肛門細胞，再用子宮頸鏡

的放大鏡，將肛門周圍皮膚和裏面的內膜用白醋和碘

質染色後看清楚有否病變的跡象，如果有的話，需要

取組織化驗確實病變的程度。這個看似很簡單的程

序，需要的技巧頗高，有關人員要經過嚴格的訓練才

可進行。亞洲地區提供此篩查服務者寥寥可數。所以

如果在港推行，獲得適當的訓練將會是瓶頸位。

筆者於英國行醫時遇到一位女病人數年前曾患外

陰癌症，一直在婦科進行例行檢查，直至一天她跟醫

生說她肛門有不舒服和有流血的跡象，醫生當時還以

為她有痔瘡，過了數月，她才被診斷患有肛門癌，可

惜發現時已是晚期了。有時我想，如果這位病人於診

斷有外陰癌的時候已經開始進行肛門癌的篩查，這個

悲劇可能不會發生。

肛門癌發病女比男多

杏林細語
大公報記者
陳惠芳

香港癌症資料統計中心的數

據顯示，大腸癌的發病率居香港

十大常見癌症之首。近日有研究

指出，該病在包括香港等六個地

方更有年輕化趨勢，推測可能是

與人們工作壓力過大，飲食結構

如多肉少菜，缺乏運動，長期睡眠不足導致免疫力下

降，以及肥胖問題等因素有關。

註冊中醫郭岳峰受訪時表示，腸癌患者多為中老

年人士，但近年求診個案有五十歲以下，更有三十多

歲的患者。大腸癌可分成結腸癌及直腸癌兩類。常見

的症狀有大便帶血、大便規律改變。大便隱血檢查和

大腸鏡檢查，都是有效的篩查和診斷方法。大腸鏡檢

查更可以取出活體組織樣本化驗，以確定病理類型，

其中以擴散至腺癌最為普遍。早期患者以手術切除腫

瘤為根治方法，假如癌變部位是直腸，可能需要作造

口。部分Ⅱ期及Ⅲ期患者在手術以後，需要接受輔助

化療或放射治療。至於晚期患者可考慮接受化療以紓

緩病情。現時標靶藥物大大延長了晚期患者的生存

期，但又同時帶來不少副作用。

他續指，大腸癌屬中醫文獻中“腸積”、“癥

瘕”、“鎖肛痔”等範疇。《黃帝內經》提出“飲食

自倍，腸胃乃傷”，說明胃腸道的疾病與飲食有明顯

的關係，所以大腸癌的成因包括了內因和外因。內因

以正氣虧虛和情志失調為主，外因以感受外邪和飲食

所傷為主。正氣虧虛指人體抗病能力下降，脾胃以及

其他臟腑功能失調，加上不良情緒造成氣機不暢，氣

血瘀滯。若經常進食生冷寒涼油膩煎炸的食物，濕熱

或痰濕便會積聚於腸道，損傷脾胃，久而成為腫塊。

中醫藥治療以辨證論治為原則，可以按照腹痛、腹

瀉、大便性狀情況分別其虛實。實證者以大腸濕熱為

多，或兼夾瘀毒內結，症狀包括腹痛腹脹，大便黏液

或便血，肛門灼熱，舌紅或紫暗、苔黃膩等。治療時

以清熱利濕，化瘀解毒為主，多用藤梨根、半枝蓮、

生薏苡仁等清熱解毒利濕之藥物，白頭翁湯為常用藥

方之一，便血者可以加仙鶴草、地榆等涼血止血藥。

虛證者以氣血兩虛為主，症狀包括面色蒼白，體形消

瘦，疲倦乏力，腹部隱隱作痛，大便稀溏，舌淡苔白，

或有齒印，脈沉細等。治療時以補氣養血，健脾補腎為

主，多用四君子湯、八珍湯、四神丸等藥方，其中常用

的藥物有黨參、炒白朮、茯苓、熟薏苡仁等。

郭醫師強調，中醫藥不單能減輕癌症治療期間不

適的症狀，同時成為晚期患者（不適合手術及化療）

的另一個選擇。使用中藥配針灸可紓緩患者疲倦、疼

痛、便秘、食慾不振、失眠、淋巴水腫以及氣喘的副

作用，增強治療作用，即所謂“增效減毒”。中醫治

療可以貫穿癌症治療的全過程，配合西醫治療，能有

效地緩解症狀，提高患者生活質量，延長生存時間。

腸癌的中醫治則

掃描二維碼，

上大公網瀏覽

更多健康資訊

精神啟示錄
香港精神健康議會召集人

陳仲謀醫生

▲粵劇《帝女花》

◀投入戲劇情節有助人們釋放情緒

舌頭是身體小小的一個部

分，然而內藏乾坤。中醫學裏最

為 人 熟 知 的 診 病 方 法 ， 就 是

“望、聞、問、切”，“望”除

了觀察氣色外，也要看舌部，大

部分的健康問題都會在舌部有所

表現。註冊中醫、舌針療法創始

人孫介光，通過借鑒中醫舌診的方式，結合穴位施

針的治療方式，總結出舌針療法。根據其臨床數

據，他表示：“過去十年，我診治三百五十例自閉

症個案，病人接受四十次舌針治療後，96%人的病情

得以改善。”

所謂舌針療法，即是以針刺舌上的特定穴位，達

到疏筋通絡、活血止痛的功效，用以治療多種病症。

根據孫介光的介紹，“該療法自三十多年前開始鑽

研，經過不間斷的臨床試驗，現確定對自閉症、小兒

腦癱、認知障礙症、中風昏迷、情緒病、車禍後遺症

以及長期失眠等，效果明顯”。為了驗證該療法的有

效性，他曾與內地多家醫院合作進行臨床測試和辨

證，並發表了有系統的舌針穴位圖《舌針學》，亦與

孫雪然合著《舌針解百病》。

近十多年來，自閉症是醫學界關注的重要課題，

聯合國大會自二○○八年起將每年的四月二日定為

“世界自閉症意識日”，以提高人們對於自閉症以及

相關研究和診斷的關注。記者到訪時，恰好孫介光正

在為兩位小病患進行治療，他們分別從四川和馬來西

亞專程來港。病童家人表示，家中有一位自閉症兒

童，生活壓力非常大，為了尋找有效的治療方式，家

人不惜花重金到處尋求有效的治療方式。他們從其他

自閉症兒童的家人那裏得知孫介光的舌針治療方式，

為此到港一試，經過三次的治療，孩子開始與家人有

簡單的眼神交流，令他們感到欣慰。

孫介光於早年通過第一批優秀人才入境計劃赴

港，在中環創辦香港國際舌針（腦病）研究治療中

心並執業超過十年。讀西醫出身的他，為解決與腦

部有關的疑難雜症，轉而鑽研中醫，期望從中醫治

療方式中尋求答案。他表示：“在臨床觀察中發

現，患有自閉症人群的舌底均有凸起腫脹的表現，

隨後經過持續治療，腫脹情況減緩，患者的病症亦

得到緩解。”對於自閉症的治療，他說：“從患者

的治療情況來看，特別是自閉症，愈早治療效果愈

好，患者回歸社會生活的過渡期亦會更順利。”

▲孩子接受舌針
治療

▶孫介光醫師

舌針調治自閉症
中醫
療法

大公報記者
湯艾加文、圖

醫療
領域


